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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内偏误成因探析 ①

陈凡凡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５１５０６３）

摘　要：语内偏误是二语习得的主要偏误。根据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输出的语内偏误，探究其生成原因主要分为
六类：错误类推、错误理解、忽视同现限制、不完全规则运用、近似替换和迂回表达，并且对偏误生成原因进行诊断和界

定，讨论各种偏误成因的特点及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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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误生成原因分，二语偏误有语际偏误、语内偏误和认知偏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人们主要研究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并认为母语干扰是导

致二语习得困难和偏误产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１］。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内偏误才是

二语的主要偏误［２］。但相比而言，语内偏误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其生成原因也总是被简单地归结为

目的语过度泛化而不再细分。从二语偏误语料看，被归为过度泛化的偏误其实彼此间存在差异，因此，

有必要对语内偏误进行剖析，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造成语内偏误的深层原因作分类论述。

１　语内偏误成因类别
１．１　错误类推

学习者简单认为目的语中形式与语言点Ｐ相似的另一语言点Ｑ与Ｐ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和功能，
因而将Ｐ的用法类推到Ｑ上来，从而导致偏误。如动词重叠的错误类推：

（１）我们每天晚上喜欢到珠江旁边散步散步。（英语）①
②

（２）每个星期，我给妈妈打电话，谈话谈话。（俄语）
学习者学过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ＡＢＡＢ，碰到表面形式相似的双音节动宾离合词，以为都是双音

节，都为动词，重叠形式也必定一样，于是便输出了“散步散步”“谈话谈话”这样的偏误。

错误类推是导致语内偏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学习者，尤其是成人学习者，经常通过比较已有目的语

知识来类推获取新知识。这是探索新知识的有效手段，但是，语言的复杂度往往超越了学习者所能类推

的认知范围，大量偏误因此产生。

１．２　错误理解
学习者学习了某个语言规则，但由于对句子结构理解分析错误，造成该语言点运用错误。如：

（３）在我们国家也我们吃米饭。
（４）这些中国节日活动也我参加过。
上面２例实际上是学习者知道副词“也”应置于主语之后，但却错误分析了句子结构，把句首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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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等当成“也”的主语，把“也”置于其后，导致偏误。这体现了学习者的一种输入处

理原则：一般习惯把句子中的第一个名词当成动作执行者［３］。换句话说，“错误理解”实际是对目的语

输入的解码失误，与语言点本身规则掌握程度关系不大。因此，由此产生的偏误随着学习者目的语知识

的不断完善、目的语分析能力的逐步增强会逐渐减少。

１．３　忽视同现限制
“同现限制”指“有些句法分析的模式中，对句子成分作了限制，从而这些成分只能与某些而不能与

其他成分同时出现”［４］。同现限制涉及的依存关系可以是单向的（有Ａ必有Ｂ，有Ｂ不一定有Ａ）、双向
的（有Ａ必有Ｂ，有Ｂ也必有Ａ）、互相排斥的（Ａ、Ｂ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结构中）［５］。如果忽略这
些同现限制，就会产生偏误。主要表现在音律搭配、词义搭配和语义句法搭配问题上。

１．３．１　忽视音律搭配限制（双向）
汉语重音律和谐①

①

，有时为了音律上的和谐，可以忽略语义的组合。如汉语说“三分／半钟”而不说
“三分钟／半”就是为了音律上达到２／２的和谐组合，硬将“分钟”拆开［６］。音节搭配是一种双向选择限

制，忽视这种音律限制，也会出现偏误，如：

（５）我洗碗用了三分钟半。
（６）我来广州两个月半。
有时，韵律和谐才是词语搭配的深层决定因素，语法规则只是某些表层因素［６］。学习者通常从词

义、语法等方面考虑搭配问题，而忽略了隐藏其后的韵律因素。要想让他们注意到音律搭配的和谐问

题，就必须在学习中逐渐培养汉语语感。语感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忽视韵律搭配限制导致的

偏误到高级阶段还时有发现。

１．３．２　忽视词义搭配限制（单向或双向）
受词义限制，有些词只能与固定的某些词语搭配使用。忽视这种固定搭配，就会产生偏误，如：

（７）我从来没看过他做过很大的过失。（日语）
（８）随着年龄的成长，我和他说话越来越少。（印尼语）
词义搭配有时是单向限制。如例（７），与“过失”搭配的动词只能是“犯”或“出现”，而不能是“做”。

有时是双向限制，如例（８），选择了“年龄”就只能用“增长”来与其同现，选择了“成长”就只能用“人”
“我”“玛丽”等指人的词而不能是别的词。

选择词语搭配时，学习者往往只考虑该词符不符合句意，而忽略了与其它词语词义上的搭配限制，

由此导致的偏误也是常见的语内偏误，是一种系统偏误，随着目的语水平的提高会逐渐减少。

１．３．３　忽视语义句法结构同现限制（互相排斥）
受词或短语本身语义句法功能限制，某个词或短语只能充当某些句法成分或与某些句法成分搭配，

而不能与另外一些句法成分搭配。如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语义句法功能就不同。

“更（加）”“还（要）”“稍（微）”等相对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组合后需要有比较对象②
②

的同现，语义才

能自足。“很”“挺”“非常”“十分”等绝对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组合后语义是自足的，不需比较对象。同

样，如果句中存在比较对象，也不允许绝对程度副词与其同现，它们之间的选择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忽

视上述限制导致的偏误，如：

（９）昨天比今天很冷。（韩语）
（１０）广州的朋友比我们国家的十分忙。（越南语）
忽视语义句法结构同现限制造成的偏误持续时间各异，主要与同现限制的规则化程度有关，程度

高，持续时间短；程度不高，持续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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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小兵指出，在汉语４音节组合中，２／２组合最常见，１／３组合很少，３／１组合几乎没有。
②　这个比较对象可以是在句中出现的，也可以是隐含于上下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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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不完全规则运用
学习者因对某一语言规则掌握不够，导致运用中产生偏误。“在 ＋处所词”在句中的位置和表达的

语义相关。若强调动作发生的处所，就应置于动词前；若强调通过动作使人或事物处于某处，就应置于

动词后。学习者知道“在＋处所词”可于动词前或后，但没有完全习得作状语和补语时位置与语义的对
应关系，有时就会产生偏误，如：

（１１）蜡烛在帐子上倒了。（韩语）
（１２）小时候，我经常和朋友跑在院子里，玩ｐｏｌｉｃｅ和ｔｈｉｅｆ。（日语）
例（１１）“帐子上”是动作达到的处所，应置于动词后作补语“倒在帐子上”。例（１２）“院子里”是

“跑”这个动作发生的处所，应置于动词前作状语“在院子里跑”。光掌握了作状语和补语时位置与语义

的关系也还会出现偏误，因为动词的类别也会影响介词短语的位置。如：

（１３）如果我们想要和好的时候，谁觉得错就写在一封信写几个词“对不起或者很抱歉”。（印尼
语）

“一封信”可以是动作“写”到达的处所，因此可以说“写在一封信上”。但学习者不知道，“写”是一

个二价动词，当他既需要介词短语当补语，又同时想引进宾语“几个词”时，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应该如何

处理，于是出现上面偏误。

１．５　近似替换
当学习者所要表达的内容超过他的表达能力，或因各种原因忘了如何表达时，说话者会在知识系统

内选择或生成一些与目的语意义相近的中介语，以补偿他们在语法知识或词汇上的不足。经常用来替

换的有近义概念、上位词、否定概念或新造词。

１．５．１　近义替换
当表达某一概念发生障碍时，用意思相近的词替换，但因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视为偏误，如：

（１４）中国打架戏很有名。（土耳其语）
（１５）我在我国家的好朋友是唱歌学院的学生。（英语）
“以武打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电影、电视片”汉语叫“武打片”。例（１４）中说话者不知道这个名

词，便使用有“争吵打斗”意思的“打架”顶替，意思虽近但不准确。例（１５）中说话者可能以前接触过
“音乐学院”一词，但一时忘了，只记得是学唱歌的，因此杜撰出一个“唱歌学院”来。

１．５．２　上位词替换
用要表达事物的上位词来代替该事物，往往使表达不够准确，容易产生偏误，如：

（１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教我们汉语。（日语）
例（１６）中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但一时不知如何表达，于是选择比较

熟悉的上位词“男人”“女人”。如果说例（１６）中上位词的使用只能算是语用偏误的话，那么例（１７）中
上位词的使用明显已经导致了语法偏误：

（１７）印尼人很喜欢打（拿出一个羽毛球来）运动。（印尼语）
例（１７）要表达的显然是“打羽毛球”这项运动，但“羽毛球”一词对学习者来讲是一个较为陌生的

词语。在说了动词“打”后发现后续词语的表达有困难，这时除了借助工具外，学习者立刻搜索出一个

上位概念词“运动”来替代。

１．５．３　否定替换
借助相反概念和否定词来补偿表达缺陷也是“聪明”的学习者使用的一种办法。有时这种“小聪

明”可以帮上一忙，如将“这是错的”换成“这是不对的”。但有时却会帮倒忙，如：

（１８）———你去四川，那里天气怎么样？
———嗯……不好，不……太阳，嗯……ｒａｉｎｉｎｇ。（德语）

显然，否定词“不”是不能直接加在名词前的。例（１８）的否定替换尽管传递了一定的信息，但却导
致了语法偏误。否定替换还可能导致语义偏误，如：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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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上海的天气，不干燥，所以我不习惯，衣服很多水。（韩语）
“干燥”是形容词，可受“不”修饰，语法上没错。但从后半句可看出，说话者想表达的是“干燥”的

对立面“潮湿”。可是，“不干燥”并不等于“潮湿”。这种偏误光看单个句子，语法没有问题，只有通过

上下文才能发现偏误所在，因此此类偏误常常被忽略。

１．５．４　造新词语
说话者在找不到近义词、上位词替换，又没法用否定词和反义词连用时，便会根据一些已学知识自

己创造出一个新词，如：

（２０）妈妈每天每天干活，我想这是她的好点。（越南语）
（２１）她是个我的非常好的母亲，而又是个我的知己人。（日语）
例（２０）中说话者可能听过“优点”“缺点”，但记忆不牢固，用时便自创了一个“好点”。例（２１）中说

话者接触过“知己”一词，以为表人通常还得带个“人”字，像“好人”“工人”，于是自作聪明造出个“知己

人”。

１．６　迂回表达
所谓“迂回表达”是指学习者用一些累赘的、不甚确切的词语迂回曲折地表达汉语一个词可以概括

的意思，如：

（２２）我们坐水里开的车去玩。（越南语）
（２３）我们送奶奶去养老人的地方。（印尼语）
“水里的交通工具”汉语用“船”表达。例（２３）中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可概括为一个词“养老院”。

２　结语
上述六类是语内偏误的主要成因。由前四类引起的偏误大致属于 ＣａｒｌＪａｍｅｓ［７］的学习策略偏误，

规律性较强，大部分是一种系统性偏误，教师可根据偏误形成的原因对学习者的偏误进行有针对性的纠

正和解释，如果讲解恰当，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由后两类产生的偏误大致属于ＣａｒｌＪａｍｅｓ的交际
策略偏误，任意性较大，主要是一种系统前偏误，教师可根据学习者的习得水平和偏误产生原因或采取

容忍的态度，或及时指出，抑或纠正并解释，不同层级的学习者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效果较好。

不过，有时这些偏误成因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有的偏误也可能由多个原因导致，本文的分析旨在帮

助人们对二语习得的各种语内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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